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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火灾呈多发频发趋势，整治行业乱

象必须依托法规禁令“划红线”，也离不开多部门督

促执法检查，及时防范化解火灾风险仍需社会各界

保持高度重视。然而，电动单车该怎么停你知道吗？

【法规】
多部门有电动车停放“紧箍咒”

遏制电动车“发火”，从国家层面到地方，都发布

过相关法规禁令。

根据公安部《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

防范的通告》，对于住宅小区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

充电，有物业的，归物业公司管；没物业的，则由主管

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管。此外，还明确要

求管理方发现问题“应当制止并组织清理”“拒不清理

的，要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派出所报告。”

应急管理部公布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中，对电动自行车进电梯、上楼充电等行为

制定了处罚条款：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

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

自行车充电，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

的经营性单位和个人，最高可处以 10000 元罚款；非

经营性单位和个人，最高可处以 1000元罚款。

日前，省安委会、省住建厅下发紧急通知，要求

各地深刻汲取涉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教训，各乡镇

街道发动基层力量，对高层建筑、老旧小区、群租房

以及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九小场所”等重点区域电

动自行车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检查，做到电动自

行车安全管理“七个严禁”：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

及配件、严禁擅自改装、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

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飞线充电”、严禁在易燃品附

近充电、严禁长时间充电。

【提醒】
屡教不改可拘留 市民可拨12345举报

宣传动员一千遍，不如依法问责一次。连日来，

我市消防、应急、城管、街道社区等部门单位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对于无视公共安全而违规停放电动自

行车或充电陋习动真格。

在石峰区田心街道馨柳商住楼一单元，检查组

看到楼道间赫然停着 3 辆电动车，其中一台在用家里

接出来的排插充电。因一时无法联系上车主，石峰

消防救援大队执法人员与小区保安将电动自行车移

到室外，当即拆除了插座和充电线，并针对该商住楼

电动车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行为和消防设置损坏等现

象，向物业公司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飞线充电’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下次还搞，我

们就要开罚单了。”在泉塘湾小区，检查组也发现多

个楼栋存在违规现象，督促物业公司对车主加强巡

查、宣传教育，消除安全隐患问题。

“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

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

车。”石峰区消防救援大队副队长曹慧明表示，电动

自行车要规范停到公共充电桩内，如果小区没有充

电桩或车位紧张，在条件允许及不堵塞占用消防通

道的情况下，由物业公司在小区空地规范出专门的

电动车停车位，以供车主停车。

“执法力量毕竟有限，整治行业乱象亟待群防群

治，市民可拨打 12345 热线进行投诉举报。”市消防救

援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屡劝不听者，除了给予相

应经济惩罚外，公安机关还可视情况拘留。

【现象】
市民安全意识不够，也是安全隐患

记者了解到，车主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用电安全

缺乏足够重视，也是一大安全隐患。

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

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气

线路短路等情况，尤其使用时间较长的老旧电池和

改装电池。

业内人士提醒，电池过充可能会导致电池性能

下降，缩短电池寿命甚至损坏电池留下隐患。车主

除了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外，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电

池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即使是新电池，在使用

半年到两年时间内，也应进行一次检查或者更换。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曙光
通讯员/宾婷） 几日前的一个清晨，一群身

着绿马甲的志愿者纷纷前往财富地带小区参

加志愿活动。这里面大部分人是荷塘区宋家

桥街道的星级志愿者们，他们有个共同的名

字——宋家桥微义工。

志愿者们在简洁的动员分工后，立即奔

赴各自的责任岗位。现场设有便民服务咨询

摊位，提供反电诈、禁毒、安全生产、未成年人

保护等资讯；健康义诊摊位提供测量血压、测

血糖、咨询保健知识等；义剪摊位人气十足，

前来理发的居民络绎不绝。刚剪完头发的谭

先生说：“志愿服务来到了家门口，感觉很方

便！”还有手工灯笼制作摊位，吸引了不少小

朋友们前来参加，精致喜庆的龙年灯笼让大

家爱不释手。

我市文化创意产业协会成立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通讯员/张

坚煜） 3 月 7 日上午，株洲市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第一

届会员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株洲博物馆举行。

文化创意产业是我省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之

一，目前，该产业在我市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统计

显示，我市现有文化企业 7327 家，规模以上文化企

业 328 家 。 2022 年 ，全 市 文 化 及 相 关 产 业 增 加 值

210.2 亿元，占 GDP 比重 6.04%。市文化创意产业协

会成立后，将致力整合各方资源，汇聚各类创意人

才，搭建合作交流平台，推动全市文化创意产业繁荣

发展。

目前，市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共有 37 家文化创意

单位和个人加入，包含国企平台公司、民营企业、高

校教师等，相关业务及领域涵盖文创 IP 及周边设

计、文创空间设计执行、陶瓷设计生产、创意活动策

划执行等。

3 月 7 日，市总工会举行了

“ 爱 与 你 同 行 ”女 职 工 普 法 宣

传 月 启 动 仪 式 暨 单 身 职 工

2024 春 季 交 友 活 动 。 活 动 分

为 两 个 主 题 ，一 是 宣 传 贯 彻

《工 会 法》《妇 女 权 益 保 障 法》

等 法 律 法 规 。 二 是 鼓 励 单 身

职工朋友积极行动起来，勇敢

追 求 属 于 自 己 的 幸 福 。 活 动

现场充满欢声笑语，洋溢着温

馨、幸福的气息。

当天，140 名单身职工参加

了现场交友活动，64 名单身职

工牵手成功。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
林 通讯员/何杏 摄影报道

执法人员移开堵塞楼道的电动自行车。马文章 摄

电动单车违规停放，最多可罚款1000元
发现违规情况，市民可拨12345举报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文章

宋家桥有个
“微义工”组织

志愿者为居民介绍便民服务资讯。

通讯员供图

“爱与你同行”：64名青年牵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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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成败论英雄，欧阳华显然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但在采访欧阳华女士的过程中，我深

感她身上散发的坚韧和拼搏的气息。她七

旬之际，仍然怀揣着百年老店的梦想，拒绝

了躺平的机会，选择了坚守。这段旅程充

满曲折，虽然她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却

依然显得坚定而乐观，笑对人生，没有一丝

退缩。

欧阳华女士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年

龄不是停下的理由。她的拼搏精神、对梦

想的执着，值得我们敬佩。

无惧岁月，拒绝躺平

为了百年老店梦
70岁的她还在拼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徐滔

“我觉得自己还只有30岁，现在才想起有70岁了。”
她说，如果不是记者的询问，她都忘记自己年龄了。

很多人钦佩她，因为她为了一个梦想，整整拼搏37
年了。今天，她仍在拼搏的路上，战斗着。

很多人不认同她，因为放着每月一万多元的固定收
入不去享受，而是几十年如一日，不停折腾着，不值得。

很多人评价她一半是钢，而另一半是水。刚强的她，
绝不屈服；柔弱的她，也会流泪。

成功、失败、悲壮、精彩……不同的人，给她贴上不同
的人生标签。

而她对自己的评价，就是今生无悔。因为拼命拼过，
若不成功，也不会后悔。

拒绝躺平 只因心中有梦
3 月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建设中路千金电影院斜对面的“老扬

明冠”眼镜店，老板欧阳华准点打开门店大门。

之前的 30 年，除了春节那几天，她每天就像一台最精密的手

表，早上 8 时准时到店，晚上 8 时最后离店，一年只休 5 天，其余都

是工作日。

步入 70多平方米的一楼店内，柔和而敞亮的灯光，别致而高雅

的柜台，让人顿感舒适而温馨。

走上二楼，验光房、展示厅、接待厅，300多平方米的大厅，装饰

富丽堂皇。店内的红木沙发，驼绒地毯，墙上挂着的多个“大家”的

书画，更增添了店内的书香味道。

很多第一次来到这里配镜的人感到震撼：在寸土寸金的中心

广场，能有如此规模、高档的眼镜店，究竟需要多大的雄心壮志和

财力支持？

这样的眼镜旗舰店，来自于 30多年的打拼。

1976年，22岁的欧阳华从邵阳老家来到株洲，首先在一个建筑

工地做小工。一年后，她招工去了“二轻”下属的株洲理发店。理

发师这个岗位，一干就是 8年。

1987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欧阳华进入眼镜行业打工。几个月

后，她在店内遇到了一个朋友。朋友问她“你准备在眼镜行业做一

辈子吗？”

谁都没有想到，就是这句不起眼的话，让欧阳华进入了一个

“魔咒”，“当时脑袋里面似乎有个声音在喊着，干了，就干眼镜这一

行了。”欧阳华说，当年 10 月 1 日，自己就创办了“老扬明冠”眼镜

店。这家眼镜店，位于当年的中心广场电信局一楼门店，10 平方

米。不懂验光、配镜，欧阳华就拜师从头开始学。两年的不断钻

研、学习，她最终从一个“小白”，成了独当一面的验光师和配镜师。

9 年后，她将眼镜店搬到现址。面积也从 10 平方米，逐步扩大

到 70多平方米。

“那个时候顺风顺水，做什么都赚钱。每年都去学习。”欧阳华

说，那几年，她先后去哈佛大学、西点军校、哥伦比亚大学、沃顿商

学院、上海交大参加 EMBA 高级研修班、中国眼镜行业协会高峰论

坛等多个业内重大而有影响的活动。直到 2013年去成都的一次参

观学习，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成都的精益眼镜店，位于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上，6 层楼，数

百个店铺。”欧阳华说，那次高级培训课，她还获悉了有的眼镜店已

在全国开有几十家连锁店。

“我精力有限，别人可以搞几十家连锁店，我为什么不可以做

一家最好的旗舰店呢？”她在成都参观学习时，就萌发了这样的一

个想法。

从成都回来后不久，欧阳华就耗资近 70 万元，将楼上原“花样

年华”300 多平方米的餐厅“盘”下来，并投资 500 多万进行了全新

装修。

“老扬明冠”眼镜店，终于迈入眼镜行业中的“旗舰”行列。

那一年，欧阳华 60岁。

3 月 3 日上午 11 时，荷塘区某机关领导

李先生带儿子来到“老扬明冠”配眼镜。

“我 20 岁就在这里配眼镜，虽然贵一

点，但这里很专业，让人信得过。”李先生

说。

欧阳华介绍，来她这里的都是老顾客，

以大中学老师、机关干部、银行高级职员为

主要消费群体。目前，她也推出一款高质

低价面对学生的配镜服务。

然而，作为耐消品，眼镜行业看似暴

利，实则微利。随着各类眼镜超市兴起，网

上配镜冲击，眼镜价格成为不少消费者首

要考虑要素，线下高投入、高质量的眼镜

店，面临巨大冲击。

“采取了多个精简成本措施，但房租人

工等开支，现在每月仍要 3 万多元，压力很

大。”欧阳华说，2014 年开始，眼镜店开始出

现亏损，最高时债务达数百万元。

“有人劝过我，要我跑路算了，因为年

纪大了，债太多，还不起了。”欧阳华

说，去做老赖，做“跑跑”，自己做不

来。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人不死灯不

灭，别人能从中赚到钱，自己为什么

不行？一定是自己哪些地方出了问题，解

决了这些问题，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她的担当，也从她的履历略知一二。

她曾担任过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曾在

个协、妇联也担任过社会职务，至今也仍是

眼镜行业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她的“解决

如厕难、重视食品安全”的呼声，至今仍有

人记得。

在她一个明显翻得很旧发黄的笔记本

上，记者发现有这样的字样“2022 年 8 月 23

日，借 xx 公司的 32 万元终于还清了”“供货

商的欠款，只有 2.3万元了。”

欧阳华说，近10年来日子很艰难。但自

己咬牙坚持了下来，卖掉自己的3个门面，加

上营业收入，目前欠款已还清大部了。

每次见到欧阳华，她总是一身职业装，

精干而洋溢着活力，温暖的笑容，总让人感

到阳光。

欧阳华的人生本来也不用这样拼。她

在河西有一个门面，贺家土有两个门面，每

个月固定租金 1.7 万元，加上退休金，一个

月收入差不多近两万元。

而她的女儿，是北京某知名大学教授、

研究生导师；她的女婿，是部队的高级军官。

“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百年老店的梦

想。”欧阳华说，自己之所以这样“折腾”，就

是想实现这个梦想。虽然目前规模上来

了，但仍欠了债，所以人生不算成功。而之

所以欠债，关键是自己没有跟上“互联网造

富浪潮”，没有实现线上销售，浪费了自己

辛辛苦苦打造的这个好品牌。

现 在 的 欧 阳 华 ，也 在 开 始 学 习 拍 视

频。她希望还能抓住短视频这个尾巴，实

现线上+线下的双发力。

“学起来还是有点吃力，希望能找到一

个懂互联网、能拍短视频的合伙人，一起将

‘老扬明冠’这个品牌进一步做大做强。”欧

阳华说，很多的科学家、明星名人 80 岁 90

岁，还在努力着，自己还只 70 岁，有什么理

由可以躺平呢？虽然目前面临困难，但回

顾这几十年，一生无悔，因为真的拼过，努

力过。就算这辈子最终不能成功，那也许

就是命吧，只能认了！

记者手记

1
图为欧阳华。 受访者供图

2 拒绝“跑跑”因为人生需要担当

3 今生无悔 因为拼过


